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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川县：缤纷花事激活乡村“春游经济”

外国友人被大理“圈粉”

让星星之火燃动青春梦想

本报讯（记者 潘云松） 自 2024年
以来，我州紧紧抓住云南省打造“旅居
云南”品牌机遇，围绕全州旅居业发展

“123456”的工作思路，统筹抓好政策文
件制定、资源调查摸底、旅居项目建库、
招商引育主体、旅居重点村建设、旅居
产品打造、典型模式培树、联农带农模
式构建、宣传推广塑形等工作，全面推
动旅居业市场化、专业化、标准化、规模
化、品牌化发展。

高效统筹，全面动员推进。组建
了以州委、州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
相关州领导为副组长，州级有关部门
和各县市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加快

“旅居大理”建设协调推进机制工作专
班；建立了州委总揽、州政府“月调度、

季观摩、年交账”，州级成员部门整合
政策资金、各县市推进建设的工作
机制。州委、州政府多次召开会议，专
题研究部署旅居大理建设工作，动员
全州各级各部门把握旅居业发展机
遇、狠抓工作落实，打造“旅居云南”的
大理样板。

摸清底数，找准发展路径。州领
导多次到全州旅居点进行调研，深入
研究全州旅居业发展布局、工作措施，
并到曲靖、红河、文山、德宏、保山等
地调研学习其他州市在旅居业发展中
的好经验、好做法。编制完成《大理州
旅居业发展报告》，启动《大理州旅居
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制定印发《推
进“旅居大理”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

全州旅居发展“123456”的工作思路，
在全州梳理出适合发展旅居的自然村
255 个、适合发展旅居小院的闲置资
产 751处。

典型引路，形成示范效应。强化
旅居经验模式探索总结，提炼出漾濞
阿尼么“创意活化”、祥云七宣村“乡村
CEO 引领”、永平花桥村“梅艺研学”、
大理中和村“艺术乡建”等以村集体为
主导的联农带农益农旅居新模式典型
示范案例20个，其中，11个入选全省50
个“旅居云南典型案例汇编”，数量居全
省第一。启动旅居试点工作，建立旅居
试点项目库，入库项目 42个，积极申报
全省旅居试点项目。

宣传赋能，打响旅居品牌。组织

省、州各类媒体开展旅居大理相关工作
的宣传推广。围绕省委、省政府提出
的“旅居云南”新品牌，结合大理实际
推出“旅居大理·品味乡愁”新名片，制
作完成旅居大理专题片。开设“旅居
大理”专栏，常态化宣传推广“旅居大理”
系列内容。促成大理市和漾濞县与
北 京健康养老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依托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有
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居云南”精准招
商专题活动、“旅居云南·慢享时光”北京
宣传推介大会等，打响“旅居大理·品味
乡愁”金字招牌，大理旅居业迎来爆发
式增长，“慢生活+深体验”模式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全国旅居者，成为云南文旅
的一个新标杆。

我州全面推动旅居业快速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杨雪娟） 近年来，

弥渡县纪委监委围绕全县文旅产业市场
主体培育、旅游业态升级、服务质量提升
等方面强化监督，着力发现贯彻执行上
级决策部署有偏差、职能部门履行职责
不到位等突出问题，以强有力的监督护
航乡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重点项目是文旅经济发展的“加速
器”，是推进文旅产业振兴发展的重要
支撑。弥渡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
紧盯主体责任监管责任是否履行到位、
政策措施是否执行到位、项目资金是否
落实到位等问题，运用“部门+派驻”

“日常+专项”“清单+闭环”等监督措
施，持续加强对全县旅游产业发展项
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三馆一
站”免费开放项目、“三区”文化人才建
设和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等重点项目的
监督检查，督促解决文旅产业配套政策
不够精准有效、文旅发展项目管理粗放
及闲置浪费等深层次问题。

今年以来，面对点多面广、涉及多
个部门的监督难题，弥渡县纪委监委紧

盯专项资金政策落实、手续审批、项目
招投标、资金拨付等关键环节开展监督
检查 3轮次，发现和纠正政策把握不精
准、履行职责不到位、贯彻执行有偏差
等突出问题 5 个。督促弥渡县文化和
旅游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开展项目资金
发挥作用大排查，对利用专项资金的项
目进行“嵌入式”督导检查，推动相关单
位建立完善廉洁风险防控机制，强化对
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

同时，紧盯涉旅职能部门、景区工
作人员漠视游客合理诉求和履职不到
位等问题，通过实地走访、面对面询问
游客、了解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投诉情
况等方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诉求和
急难愁盼问题，严肃查处不担当、不作
为、乱作为等问题，全力护航文旅产业
健康发展。

弥渡县以监督之力护航
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清廉大理建设

本报讯（记者 蔡亮 赵磊 通讯员
吴圯）自今年1月10日“大理—吉隆坡”
首条国际航线开通以来，大理机场已
累计开通 6 条国际（地区）航线，覆盖
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泰国及中国
香港等目的地，每条航线的入境平均
客座率都在 70%以上。截至 4月 24日，
大理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航班 243 架
次、出入境人员22573人次。

为确保大理机场航空口岸临时开
放期间的高效运行，大理海关建立“一
机一策”监管模式，实现对航空公司的
航班审批、航食安全的全链条辅导，提
前掌握航线动态并精准预测客流高峰，

依托智能化设备构建“智慧旅检”体系，
单名旅客通关时间缩短至 2分钟以内。
同时，对旅客开展出入境旅游风险提
示、进出境物品携带指南和传染病防控
知识宣传，加强航空器登临检查和出入
境人员健康监测，切实筑牢国门安全防
线，全力守护出入境旅客的健康安全。

据了解，大理机场临时航空口岸开
放期截止2025年5月18日，预计临时开
放期间的总客流量将突破 3万人次，远
超预期目标。临时航空口岸不仅将助
力大理建设成为内外连通的重要枢纽
和开放发展的新高地，也为区域经济开
放发展按下了“加速键”。

临时航空口岸助力
大理开放发展加速

□ 记者 杜伟 杨桂清

在大理大钢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大理大钢）的厂区内，曾经锈迹斑斑
的旧电炉已被智能中控室和绿色生产
线取代。这个历经四年多停产阵痛的
企业，如今以“产能置换+绿色技改”为
双引擎，书写了传统工业淘汰落后产
能迈向循环经济的生动篇章。

落后产能淘汰：
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

时间回溯到2017年，在国家推行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影响下，为促进
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并确保其持续、
规范发展，云南省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
指导意见，以推动全省钢铁产业转型发
展。“当时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
彻底关停，要么脱胎换骨。”大理大钢

公司总经理黄国伟回忆，企业选择了后
者，投资5.8亿元实施产能置换技改，将
炼钢工艺从“小电炉、高排放”升级为

“大电炉、全循环”。
数据对比见证蜕变：旧电弧炉冶炼

单位产品能耗为71.8千克标煤/吨钢，新
电弧炉冶炼单位产品能耗降至60.79千克
标煤/吨钢；旧设备年排放粉尘87.09吨，
新系统通过“废钢预热+烟气余热回收”，
粉尘排放降至70.34吨，降幅达19.23%。

绿色转型路径：
短流程炼钢的“低碳密码”

走进大理大钢的生产车间，智能化、
绿色化气息扑面而来：废钢经智能分选
系统剔除杂质，再利用炼钢尾气余热对
废钢进行预加热后，通过水平加料系统
送入70吨电弧炉进行冶炼；连铸环节的
冷却水经冷却塔降温后，循环回用于生

产系统。“我们构建了‘资源—产品—再
生资源’的完整循环链，每个环节都在

‘吃干榨净’。”公司副总经理郑学良指着
实时监控大屏介绍，生产废水循环利用
率、废渣综合利用率均达 100%，真正实
现了国家要求的超低排放标准。

这种短流程炼钢模式，正是钢铁行
业绿色转型的“关键钥匙”。与传统长
流程炼钢相比，大理大钢的新工艺减少
了 14.6%的碳排放。项目投产后，预计
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8万吨，相
当于种植15万棵冷杉的碳汇量。

转型示范效应：
激活区域循环经济新动能

作为布局滇西的短流程钢铁企业，
大理大钢的技改投产不仅重塑了自身，
更激活了区域循环经济生态。目前，公
司已与周边 60家废钢回收企业签订长

期合作协议，构建起半径 300公里的废
钢回收网络；配套建设的钢材深加工车
间，将为滇西铁路、公路建设提供定制
化钢材，缩短供应链半径 50%以上。据
测算，项目全产业链可带动当地年新增
产值15亿元、利税1亿元。

“这是一次‘腾笼换鸟’的成功实
践。”漾濞县发改局局长赵少海表示，企
业通过将原 77万吨钢铁产能减量置换
至 45万吨，能耗和排放大幅下降，实现
了“减量、提质、增效”的多重目标。下
一步，漾濞县将以大理大钢技改复产为
契机，推动更多传统工业企业实施绿色
技改，让“苍山绿”与“工业蓝”在滇西大
地交相辉映。

从“落后产能”到“绿色标杆”，大理
大钢通过找准技术升级与政策引导的
结合点，使传统产业在淘汰落后中实现
了“凤凰涅槃”，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了绿色动能。

大理大钢：从“落后产能”到“绿色标杆”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 通讯员 陈 蕾 虞正启
罗建平 杨舒婕

走进位于祥云县禾甸镇的万头奶
牛养殖示范牧场，挤奶大厅里，在工作
人员熟练的操作下，一头头温顺的奶
牛依次走上 80 位的大转盘，大转盘沿
顺时针方向缓缓转动一圈，高效完成
挤奶流程。这里每天有 2220 头奶牛，
日产鲜牛奶 80 吨，新鲜的牛奶在不到
12 个小时的时间里，被迅速送往大理
来思尔乳业有限公司，保证了奶制品

生产原料的新鲜度。
牧场场长蒋小波说：“现在奶牛的

产奶量是每头每天 36 公斤，我们的目
标是冲刺到 40公斤。从建设到投产再
到产量，我们要努力成为大理州的标
杆牧场。”

近年来，祥云县深入挖掘自身潜
力，将产业发展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核
心动力，紧紧围绕乳业做文章，建设万
头奶牛养殖示范牧场，全力打造绿色、
高质量的乳业产业，走出了一条独具特
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作为大理州奶业促兴“8+1”项目
中首个建成投产的牧场，祥云万头奶
牛养殖示范牧场占地面积 510亩，设计
存栏量 5000 头，目前存栏量 4000 头。
牧场在建设、投产及量产的各个环节
都严格遵循标准，不仅配备了先进的
挤奶专业设施，还采用散栏式饲养方
式，并通过TMR（日粮自助）技术实现
对奶牛的精准营养调控，从源头上保
障了鲜奶的品质。同时，牧场高度重
视环保问题，通过完善的废污处理系
统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分离后的沼

渣经发酵后回填卧床，剩余沼液发酵
后作为有机肥提供给周边农户，有效
解决了养殖过程中的环保难题。此
外，牧场累计从周边地区收购青贮饲
料 25000吨，仅此一项就让农户每亩增
收 1000 多元，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农业
发展和农民增收。

据介绍，牧场现有工人 96人，其中
单独用工约 85人，员工均为当地农户。
员工年均工资可达 6万元左右，切实解
决了当地农户就近就业问题，实现了在
家门口就能稳定就业和增收。

祥云县：万头奶牛“犇”新程

宾川县金牛镇柳家湾华侨社区的葡萄园里，一名果农正在疏果。进入初夏，宾川
县近18万亩葡萄陆续进入中期管理阶段。（摄于4月24日）

据了解，目前宾川县以葡萄、柑橘为主的水果种植面积近37万亩，挂果面积33.6
万亩，实现了人均有1亩以上水果的目标。

［通讯员 安建雄 摄］

云龙县功果桥镇群众在引水犁田、拔苗插秧，为梯田“点”上新绿，静待稻谷飘香。（4月24日无人
机航拍图片）

近年来，功果桥镇立足澜沧江纵谷区气候优势，依托“党总支+村级经济组织+合作社+农户”的
运行模式，大力发展“小粒香”等优质水稻1.06万亩，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段学兵 李永康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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